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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说在古代大雪山的北方，有三个又笨又虔诚的和尚，他们觉得佛法实在高深莫测，怎么学都不太明
白，于是就想：即使不明白佛法，但佛教的圣迹总是清清楚楚的，总可以看到吧。
三人结伴出行，四处去寻访圣迹，希望在云游的过程中最终领会佛法的奥妙。
我们一直很喜欢中国的木构古建筑：可惜对书中的术语总不太明白，于是决定向和尚们学习，亲自去
现场看看。
一旦看了一座古建，知道它是“四座唐建之一”，很自然地就想知道“另外三座在哪里”。
顺着这样的思路，渐渐地将保存下来的四座唐建，四座五代建筑，八座辽代建筑全都看过一遍。
在全国一百四十多座元代以前木构建筑中，我们看到了七十多座。
整个过程就像收集邮票，凑齐了一套才会心满意足，缺一两张就要念念不忘。
三年来利用“五一”、“十一”、春节等全民长假，我们按照书上的介绍寻找老建筑，’按图索骥，
不亦乐乎。
山西是古建筑保存最多的省份，我们一共去了七次山西，四次河北，二次河南，一次天津，一次辽宁
，一次福建，一次浙江。
共十七次旅行，凑成了从唐代到元代这三十八篇古建筑旅行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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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跟随老木头的行踪，驱车遍访中国大地上现存的古代木结构建筑，足迹走过了仅有的四座唐代建
筑、四座五代建筑、八座辽代建筑、几十座宋金建筑以及现存的一百四十多座元代木构中约七十座有
代表性的建筑。
旅行者做了大量的案头资料阅读和实地考察考证，然后用玲珑剔透的文字和略显稚嫩的镜头，呈现出
散落在中国乡间田野里的建筑瑰宝，发掘出古老建筑所蕴涵的坚韧而昂扬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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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里，北京人，喜爱旅行，喜爱历史，喜爱阅读。
一九九五年开始在《明报》发表散文、游记、小说，此后为《旅行家》、《乐》、《书城》、《居》
、《北京月讯》等多家报刊杂志撰稿或主持书评专栏。
近期走过而留下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泉林，据说面对那里的流水，“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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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唐代建筑 合十顶礼四大名旦芮城广仁王庙 麦地里的飞檐二○○二年五月×日，下午三
点左右，我们在山西芮城县中龙泉村的村路上东张西望。
四周都是麦田，看不到人，很安静。
我们已经走错好几次路，还是没有找到广仁王庙，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不知怎么就看到了庙的屋顶
，大鸟翅膀一样，停落在麦田的中央。
朱红色小庙搭配绿色麦田，措手不及的美丽。
那座小庙仿佛是从天而降。
“麦地里的飞檐”——当时这个词就这样进入脑海，而且觉得它美好恰当，完全符合当时的风景与感
想。
“以后如果写点儿什么，就用这个突如其来的名字吧。
”五龙庙，学名广仁王庙，正殿建于唐文宗太和五年（八三一年），在保留下来的四座唐代木建筑中
，排行老二。
庙其实很小，山门，正殿，再加一小圈围墙。
只有正殿是唐代遗构，单檐歇山顶，殿身五开间，进深四椽，平面长方形。
这样的描述听起来干巴巴异常枯燥，却是讲每座古建筑都不可避免的基本数据，就像一个人填表格时
不能省略性别和年龄一样。
想象一下古人挥舞着大斧砍树盖房子，四根木柱围起来就是“一间”，柱子之间横向的距离是“开间
”，纵向的距离是“进深”。
 间数越多当然越宏大。
故宫里面皇帝的金銮殿有十一开间，这座乡下的五龙庙只有五间，顶端两间又特别狭窄，可以想象出
，整座建筑不是很大。
跨上一米多高的台基，我们拍打着严丝合缝的灰砖老墙，感觉有点儿沉闷。
所有的柱子都砌在墙里看不见，只有中间的木板门与两旁的直棂窗，为这片严肃谨慎的老灰砖，点缀
了几点暗淡的朱红色。
春天下午，阴郁，但比较温暖舒适。
五龙庙的小院子里长着很多茅草，围墙处就是成片麦苗，碧绿茁壮，已经长到小腿的高度，空气里有
一股农家稼禾的殷实味道。
我们的车停在远处。
刚才在村口经一位大妈指路，老车颠簸进村，然后土路越来越窄，只好停下来，沿着麦田问的小路走
进庙里。
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能够如此这般躲进安静的村庄与麦田的角落，感觉有点儿如愿以偿似的幸福
。
古诗中的田园意境，也许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生活方式，却是极好的旅行目的。
像大多数城里人一样，我们一直习惯的是周末农家菜式的田园。
天气好的时候拉家带口奔赴郊区，坐在小板凳上吃一条老乡的侉炖虹鳟鱼，回来时再捎上二斤板栗三
斤葡萄，仅此而已。
现在真的置身于遥远陌生的山西乡下，真的走进了货真价实追求产量的麦地，感觉竟然比较——异样
。
诗中说“在青麦地上跑着，雪和太阳的光芒”。
我们环顾四周，麦地中这一座近乎潦倒的古庙，姿态不是跑，是蹲坐。
大殿的门锁着，找不到管理人员，无法进入。
 从门缝向里张望，黑暗中见一个很小的簇新的小老头儿泥塑，穿闪亮黄缎袍，应该就是龙王老人家了
。
据墙上石碑记载，庙前曾是五龙泉水的源头，是当地的灌溉水源，很早就建了五龙庙祭拜。
龙王曾经被封为广仁王，所以这里的正式名称是“广仁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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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新衣服的广仁王，表情非常有趣，好像拿捏不定应该威武些还是亲切些，于是在介乎两者之间犹
豫。
快下午四点的时候，太阳短暂地从云中游荡出来，朱红色的门窗在阳光下面变得明亮，暗淡陈旧的古
殿也有了一点儿柔和的亮度。
我们围着古殿前后左右地乱看，努力要找出一点儿唐朝的证据。
这座殿真是唐代的么？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像我们一样充满怀疑。
砖石砌得那么整齐，非但没有古老岁月的破旧感，那种垒砌的方式看着也非常近代，与想象中的唐朝
相距十万八千里。
书上对唐朝建筑最通俗的形容，往往说它们“斗栱粗大稀疏，屋檐平缓深远”。
我们于是绕到殿后，从围墙的一段缺口处特别打量屋檐的形状。
果然，比常见的明清大殿平缓一些，向外伸张的幅度也要远，一些，四下里铺开的样子，让我想起曾
经看过一篇文章，里面形容屋乏檐的侧面很像一只凤鸟。
立柱顶端和屋檐转角处共有十六组大斗栱，即使我们这样的外行也能感到它们的与众不同。
就像一堆简单利索的大钉子，将屋顶和立柱“咔”地连在一起，干脆利落的手段，绝对担得起“疏朗
”二字。
据记载，这座庙一九五八年曾经大修，当时打算恢复唐朝的原貌，但在修护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比
如正脊的花纹无所依据，鸱尾的式样不太对头，台基和檐墙也采用了新式条砖。
结果不但没有回到唐朝，也没有能够保留下大修之前的样子，成了一座经过改造的古建筑，也就是我
们现在所看到的——老斗栱+新墙体。
不过，这座技术上“犯了错误”的大殿，实地看来并不让人特别沮丧或者失望。
老实说，倒退十年，我们也许还会振振有词地质问“这怎么可能是唐？
！
”但是，现在，我们反而更愿意安静地接受现状。
唐代的斗栱，清朝时改建的门窗，一九五八年新砌的墙体——这些分属于不同时期的构件，各自代表
着一段历史，意外却又必然地拼在一起，貌似荒唐，也许比人为的精确到位的复古，更有意思一些。
用时尚的话说：这是mix&match！
五龙庙之所以属于唐代，因为它的内部梁架是难得的唐代原构。
古建筑一般以梁架作为断代依据，即使外观走了样，只要内部的梁架骏骨犹存，还可以算是唐代遗构
。
这种内外有别的古建，书上往往会特别注明“唐建清修”或“宋建清修”之类。
五龙庙距芮城县城十分钟车程，那里有大名鼎鼎的元代永乐宫，游人都去了那里，这座久远许多的唐
代古建反而成了不起眼的乡下小庙，孤零零没人知道，像一条好汉落了草。
我们也是先去永乐宫，然后一路打听才找到这个小庙。
老实说，它实在太普通了，它所在的中龙泉村也太过平常。
古殿的前后左右，除了麦地就是老乡的民宅，本分的乡土环境中躲藏着这么一个有来历的古殿，那种
先抑后扬的效果，就像在羊群里发现了一匹骆驼，或者在人群里看到一个身怀绝技的大侠。
田野上的寂寞，置身民间草莽中的落拓，掩不住麦地里真正的飞檐！
不只是麦地里的飞檐，也是玉米地里的飞檐，豆子地里的飞檐，蓖麻丛中的飞檐。
五月份去山西，会见到成片的麦地；十月份去，麦地都变成了玉米阵、摇摆的大蓖麻阵，或者是埋着
豆种的一片红色泥土；而在八月的盛夏，三晋大地上到处都有电视剧《金粉世家》中那样灿烂的大规
模盛开的葵花。
 古代建筑的大屋顶们，从这些欣欣向荣的庄稼里努力探出头来，平地而起又颤巍巍的壮观，在游客的
眼中很有一点儿象征的意味。
用夸张些的话说，就像是琐碎日子里挥之不去的理想，即使不太切合实际，也要努力地雄伟壮观一番
，要在那平平板板一成不变的小日子里，稍微弄出一些起伏的气象。
选择“麦地”作为这一类风景的代表，因为麦子毕竟是咱北方的主食、华北平原上最常见的庄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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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围绕着“麦地”还有那么多的诗情画意。
千年前的萁子写过《麦秀》：“昔日的王宫啊，已毁坏的不成样子。
宫殿的院子啊，今日种起了庄稼⋯⋯”海子的《熟了麦子》、《麦地》、《麦地与诗人》。
苏格兰人的《假如你在麦地里遇见我》：“假如你在麦地里遇见我，不用怀疑，我一定是在奔跑⋯⋯
”快到黄昏的时候，天彻底阴了下来。
我们离开五龙庙，动身去三门峡。
路边就是黄河。
浩大水面在乌云下面百无聊赖，漫漶空阔，懒洋洋地淹倒了几棵大树。
一头老牛正在岸边耕地，几个孩子沿着河岸飞跑，黄河人家的炊烟被风吹散，一缕缕白色在河滩与远
山之间缓慢游荡，像一群虚无缥缈的传说，或者像一次毫无力量的挣脱。
过三门峡大桥，开始下雨。
雨点有小孩儿巴掌大小，啪啪啪拍打车窗，不依不饶的激烈。
五台佛光寺唐朝+斗栱阵+梁思成如果只选择看一座古建筑，也许就是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
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有分量的唐代建筑，梁思成先生形容为“国内古建筑的第一瑰宝，也是我国封
建文化遗产中最可珍贵的一件东西”，可见它的无上地位。
我们去佛光寺的时候，事先看了太多介绍，真到现场反而乱了方寸。
大殿本身的古朴美丽，前辈的寻宝经历，还有那些著名的复杂的老斗拱们——这三股力量实在过于强
大，还来不及顶礼膜拜，就被一阵阵经典与权威的气势完全打倒。
记得从半开的寺门向里张望，见大殿一角飞檐扬起，檐下的老斗栱历历在目如一排参差的大牙。
当时的感觉就是：“啊，终于看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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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麦地里的飞檐》：旅行也可以是一种收藏；捕捉飘荡的灵感，选择醉心的主题、做足案头的功课、
设定心仪的目标，然后敞开胸怀、按图索骥，把大好河山和人文风物一一收入囊中。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麦地里的飞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